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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事业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机，翻译学科发展及实践与时代需求和翻译政策密

切相关，笔者拟从现实性需求、政策性需求和实践性需求三方面阐述翻译政策对翻译学科及实践发展的

前瞻性影响，以术语“新冠肺炎”汉英翻译为例，体现翻译实践的动态化过程，与国家政治、经济、社

会和文化等因素相关，为促进翻译学科及实践发展，统一规范翻译行业和实现国家文化战略目标，对翻

译政策提出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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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ranslation cause in China has ushered in the bes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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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y. The translation policy has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discipline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Therefore, the author intends to elaborate on the 
prospective influence of translation polic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discipline and prac-
tice from practical needs, political needs and practical needs respectively, taking the term “COVID-19” 
as an example to reflect the dynamic process of translation, which is also related to nation, polity, 
economy, society and so on. To unify and standardize the translation industry, achieve the nation-
al cultural 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discipline and prac-
tice, the future outlook of translation policy comes up in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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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不同的时代和历史背景下，国家所处内外环境千差万别，时刻面临着各种政治和经济等社会问题

及非社会问题，针对不同的问题出台相应的政策，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政策。其中，在翻译

领域中，国家也会借助翻译政策对翻译行业、翻译方向、翻译选材、翻译学科及翻译人才培养等进行全

局性、总体性把握，以实现中外文化交流、中国文化“走出去”、增强我国文化自信和展示大国地位。

因此，一个合理、科学的翻译政策对翻译行业发展、翻译学科及实践等的影响至关重要。 
翻译学科及实践反映一定的国家意识层面，为国家上层建筑服务，须满足当下国家不同的政治、经

济、社会和文化等要求，翻译学科受时代和社会变化影响显著[1]。翻译学科发展与翻译实践相融合，且

现实社会对翻译人才的超高要求，促使高校更应在翻译政策的指导下，吻合社会现实需求和学科发展需

求，积极促进翻译学科持续发展。 

2. 翻译学科发展的现实性需求 

2.1. 专业定位 

翻译学科发展的专业定位是培养人才的关键因素，也是评判人才培养和社会现实需求衡量标准[2]。
随着社会进步和学科发展，翻译学科已发展至二级学科，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完善，翻译人才高质量输出，

翻译专业建设体系基本形成。 
翻译学科逐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呈现出研究范畴多样化、研究领域多层次、科研学术水平多元

化。然而，翻译学科尚存在专业布点分布不均，如高校硕士点多，学士点和博士点相对较少。翻译学科

语种以英语为主，其他语种不够且其培养人才体系不完整。 
翻译学科专业建设不仅体现学科理论研究水平，而且还体现在以市场需要为出发点，翻译教学与翻

译实践相融合。学科理论研究水平直接关乎专业建设，学科理论研究水平越高，越能够促进翻译学科发

展。所以，翻译学科在学士点需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 
当下，为促进翻译学科良性持续健康发展，提高翻译学科地位，找准翻译学科的科学定位，理应做

到学科理论研究发展和翻译教学与实践并重，以国家经济环境为基和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制定更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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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极具可行性的翻译学科教学大纲。 

2.2. 培养目标 

翻译学科直接权衡翻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包括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不同的阶段达到不同的培养目

标，及明确设立学生的基本水平等。翻译活动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不论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

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与翻译密切联系。翻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工具。自近代以来，翻译逐渐发展成

为一门学科。尽管历经数十年，但目前翻译人才培养体系还需完善，翻译涉及的语种还不够丰富，主要

以英语为主，小语种培养目标人数不多。在培养目标体系中，未明确规定培养何种翻译人才(复合型或应

用型)。翻译通才和专门性人才。 
按照社会需求和翻译学科理论研究，翻译人才培养目标一般分为两种，即翻译通才和专业翻译人才，

体现了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相结合，均衡发展[3]。目前，通用型翻译人才主要是培养均衡翻译实践

和翻译理论，专业翻译人员则是以翻译实践为主，掌握相关语言文字能力，翻译技巧等，更倾向于翻译

的实战能力。 

2.3. 价值取向 

翻译课程教学实践效果能体现出翻译学科课程实施价值，翻译学科课程体系将会逐步趋于完善，课

程实施价值需明确。翻译课程设置需考虑课程设置的特点、学科多样化特点及社会的经济环境等影响因

素，同时增加语言文化等课程，增强学习者的文化背景知识。 
在课程教学实践中，应做到改进教学方法，与时俱进，因人而异，灵活变通，提升课堂中的互动，

探索适宜的学习方法和教学模式，注重教学质量。翻译是个时刻动态的过程，翻译人员需掌握多种领域

的专业知识，因此翻译课程教学要贯彻科学和创新的理念。 
正是因为翻译学科发展及实践的现实性因素，包括翻译学科的专业定位，翻译培养人才体系和学科

价值取向等，要想持续长久良性推进翻译学科发展，需要翻译政策来指导和规范，促进翻译实践、翻译

事业和翻译学科发展，体现国家意识。 

3. 政策性需求 

3.1. 翻译政策的界定 

“翻译政策”是 Holmes 在 1972 年在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中提及，尽管他把“语言政策”引入

翻译学学科中，但他未给出“翻译政策”的定义。他以为，翻译政策应做到在某时期或某种文化中为翻

译事业、翻译人员或者翻译作品等提供相应的适宜的建议[4]。 
然而，随着科技发展和时代变化，翻译学也不断地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Toury 认为翻译政策在翻

译时对于译者选择哪种文本类型和选择哪种译入文本起到了决定性重要影响作用[5]。同时，“他还着重

区别了‘翻译政策’和‘翻译规范’二者的联系，但人们有时会将‘翻译政策’等同于‘翻译策略’或

‘翻译规范’”[6]。 
Munday 认为：相比较于 Holmes 提出“翻译政策”的那个时代，而如今“翻译政策”与国家意识形

态密切相关[7]。 
我国刘宓庆是最早将“翻译政策”引入翻译研究中的研究者。随后，黄立波和朱志瑜阐释了翻译政

策的定义：“翻译政策是由官方或民间机构就翻译问题所做出的讨论、陈述或行动方案，即翻译政策通

常是针对一定的翻译问题，自上而下产生，形式上表现为具体的明文规定或有针对性的讨论”[8]。 
腾梅认为“翻译政策”是指一切与翻译有关的政策，翻译政策有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之分，宏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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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涉及“翻译的基础建设问题，如翻译质量、市场规范、翻译学术研究等”；微观政策则致力于翻译的

具体问题如，如翻译项目，翻译基金的设立等[1]。 
对于“翻译政策”的定义，笔者认为，国家会根据具体实情和社会环境颁布一定的法律法规或制定

相应的政策，而翻译政策则由国家官方机构特定为翻译而制定的一系列的指导性方针和规定。 

3.2. 翻译政策现状 

翻译政策作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推动文化转变及文化向外开放，根

据国家动态调整翻译实践、翻译方向及翻译题材等，完善翻译理论研究，革新翻译学科建设及发展动向，

培养具有综合素质、高水平的翻译型人才，确保翻译事业稳定化、良性化运行等。翻译政策的制定与实

施属于一种实践，积极的翻译政策不仅为翻译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新动力[9]，而且紧跟时代的翻译政策

还能促进翻译学科良性发展，为翻译学术带来新突破。 
实际上，翻译政策不仅把握翻译总体，如规范翻译行业、调整翻译方向和翻译选材等，使得翻译实

践有序进行，而且还满足我国多方需求，如经济需求、文化需求等，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战略服务。

此外，翻译政策是一种制度保障，为国家翻译人才提供建设性指导，推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另一方面，

翻译政策为促进翻译学科繁荣发展及翻译研究丰富等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我国翻译政策对翻译实践和翻译事业有着规范、制约的作用，在常见的术语翻译过程中，存在不规

范、标准和有歧义的问题，其中“新冠肺炎”术语的翻译展现了术语的规范变化，也可以通过了新词的

出现了解大众用法[10]。此外，“新冠肺炎”术语汉英翻译逐步标准化的过程，形象地反应翻译实践的动

态过程。只有先理解术语规范化过程，才能充分理解翻译政策对术语翻译所起的重要规范作用和实践意

义，才能理解翻译政策真正的内涵，这样才能更深入理解翻译政策对整个翻译行业、翻译学科发展及翻

译实践的意义，才能促进翻译行业、翻译学科及实践的系统性、整体性发展。 

4. 翻译实践——以“新冠肺炎”术语汉英翻译为例 

4.1. 术语翻译标准 

在大数据和全球化的时代中，术语翻译会受时代背景和语境的影响，名称和术语看似平常，但颇有

讲究，要想准确地传达出术语并不简单[11]，不仅需要衡量翻译标准，而且还需要考虑文字蕴含的文化背

景、意识形态和大众接受度。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存在许多差异，在我国，新冠肺炎等相关的术语翻译

则由最初的暂定为“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再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一将新冠肺炎术语定为

“COVID-19”，这些术语的演变和规定都需要翻译政策来统一和规范。 
《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GB/T 19682-2005)提出基本翻译质量标准是忠实原文、术语一致和行文

通顺，其中将术语不准确、不统一、不符合标准或惯例，或专用名词错译列为译文质量差错类型之一，

基本要求包括：术语统一，术语符合目标语言的行业专业通用标准或习惯，并前后一致[10]。 
术语的规范和统一是翻译实践的发展和是翻译有效进行的前提条件，医学、科技、教育等专业术语

翻译在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中，显得尤为重要。学术界对于术语翻译标准存在争辩，所以，翻译术语时

须尽可能地参照权威规范原则和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行业规范准则，保证术语翻译的简明、准确、科学和

国际性。 

4.2. 新冠肺炎疾病名称汉英翻译现状 

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工具，是人类社会文明，社会历经各种变化，也会引起相应语言的变化[12]。一个

新事物的产生，在国家还未及时规定时，各大场所中会有不同的名称或者说法，比如，新冠肺炎(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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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一词的翻译也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如 CDC，“2019-nCov acute respiratory disease”，“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简称“NCP, COVID-19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等。2020 年 2 月 11 日，世

界卫生组织将“新冠肺炎”命名为“COVID-19”。2020 年 2 月 22 日，国家健康卫生委员会宣布将“新

冠肺炎”英文名称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命名一致。 
为了解学术界对于“新冠肺炎”英文名称的翻译类型、翻译格式、翻译标准及国际翻译，笔者试着

在 Web of Science 上进行检索，2019 年至 2020 年，结果如下：表 1。 
 
Table 1. The English name of COVID-19 
表 1. 新冠肺炎英文名称 

名称 Novel Coronavirus Disease SARS-CoV-2 COVID-19 

文章篇数 5043 20,343 64,798 

百分比 5.5% 22.6% 71.90% 

 
见表 1，新冠肺炎英文名称至少有三种，人们对于新事物名称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其标准命名方

式需要由国家官方机构(国务院)或权威机构结合新事物的特点进行统一，从术语命名角度来看，该词命名

需要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稳定性和可接受性。自 2020 年 2 月 11 日将新冠肺炎命名为“COVID-19”，我

国保持中文说法不变，英文命名和国际组织命名保持一致，这也是为什么 COVID-19 被使用的百分比最

高，约达 71.9%。 
术语或新词的命名不是一蹴而就，其中既有命名主体对术语所表征概念本质特征逐步认识的过程，

也受制于术语在传播和使用过程中各种主体的博弈和选择，包括共时和历时维度上的命名选择[13]。同时，

还需要制度来进行规范和统一。 

5. 翻译政策存在问题及展望 

21 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我国与国际间的交流愈发热烈与频繁，翻译是能实现国与国之间

的交流或多国间交流和传播、发扬中国文化的唯一途径，翻译还能为我国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做出贡献，并营造一个更美好、和谐的国际舆论环境。所以，“制定属于中国特色的翻译政策是

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学者们不断研究的一个方向”[14]。尽管翻译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我们

仍需正视翻译政策所存在的一些不足及未来发展的巨大空间。 

5.1. 翻译政策存在的问题 

1) 国家对翻译政策缺少科学的认知和重视度不够，导致学术界对翻译政策研究方向的把握不精准，

国外该方向研究无法得到有效地借鉴，这对我国翻译政策方向研究不利。 
2) 我国国内翻译政策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翻译政策的研究稀少，也尚未成立一个特定的官方机构，

这不利于翻译学科的发展。 
3) 翻译政策存在模糊定义，甚至，在翻译学科发展中，翻译政策方面的课程比例极小，学生无法了

解翻译政策的真正含义和定义。 
4) 学术界缺乏该研究方向的领头羊，也没有具有权威的官方翻译机构专门研究翻译政策，导致该方

向研究尚浅。 
总而言之，虽然翻译政策的地位从属于语言政策，但是我国对于翻译政策的研究仍需关注和重视，

提高翻译政策的边缘性地位，翻译政策对翻译学科和翻译事业具有指导性意义，翻译政策对翻译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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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作用是直接的、特殊的。因此，翻译政策研究急需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5.2. 翻译政策未来展望 

无论什么时候，每个国家都会出台很多不同的政策，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政策。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政策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我国翻译政策还有待完善和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国急

需商榷和制定出符合我国实情和契合我国全球地位的翻译政策，为我国翻译学科及其发展提供有效指导

和良性建设。笔者建议从以下方面进行考虑： 
第一，国家语委和教育部共同带头协作，成立具有权威性的翻译机构专门研究翻译政策和组织协调

翻译工作； 
第二，从战略高度及全球化视角来探索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政策体系； 
第三，翻译政策需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应做到与时俱进； 
第四，我国应颁布一些规范翻译行业的法律法规和促进翻译学科发展的政策，规定翻译机构和翻译

人员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使得翻译行业发展更良性化和健康化； 
第五，翻译市场有序化，翻译人员高素质化，翻译作品高素质化； 
今后，为提升我国国民素养，为促进我国翻译学科持续良性发展和我国翻译事业稳步向前发展，我

国政府应做到与时俱进，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秉承弘扬中国文化的坚定信念，努力让中国文化走出家

门、国门，制定出更为可行、有效和具体的翻译政策，有利于建设一个完整、规范和系统的翻译体系，

建设具有影响力的中国翻译政策体系。 
学科发展都是以人为本，为培养出符合国家翻译政策要求的高水平、高素质的翻译型人才服务，因

为“高素质的翻译人才是做好翻译工作的前提”，意味着翻译人才的培养是翻译学科发展的重要目标，

也是翻译学科有着良好发展的稳定前提，同时也是实现更好翻译实践的前提。 
我国翻译政策对翻译实践和翻译事业有着规范、制约的作用，在翻译过程中，术语翻译存在不规范、

标准和有歧义的问题，只有理解翻译政策的本质、意义和研究现状等才能更好地理解翻译政策对翻译学

科发展及翻译实践的意义，才能促进翻译实践发展和翻译政策的完善。同时翻译政策也会因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等因素发生改变，所以翻译学科发展会面临着不确定性。国家会借助实施政策直接作用于翻译机

构的方法，影响翻译选材方向、翻译方法和翻译过程等，且给予翻译人才一定的经济支持以期翻译出符

合我国国家意志的产品。在翻译政策的引导下，翻译机构组织、监督和管理翻译事业，同时翻译学科也

会培养出符合国家和社会需求的翻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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